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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NONG CHENGJI

茶陵县严塘镇沙溪村灵岩山，一处天然红
砂质岩的石窟远近闻名。石窟坐东朝西，深约
70 余米，窟内高 10 米至 20 米不等，宽约 50 米，
为茶陵境内最大的天然石窟，“每月出，岩中明
如昼”，是为茶陵八景之一的“灵岩夜月”。传说
唐时茶陵学子陈光问曾隐居其间读书授徒，69
岁高龄得中进士，成为有科举制度以来茶陵史
上第一个进士。

也正因其壮观奇诡的自然风光，以及别具
一格的人文风采，至少从宋代开始，茶陵境内
外的文人士子就欢喜来此游览题咏，并留下了
不少吟咏灵岩的诗作，以及记游志胜的石刻。
据不完全统计，石窟内存有至少 50 余帧摩崖
石刻，题写镌刻时间集中在宋及明清时期，其
中保存较为完好的有“月到岩”、“别一洞天”等
题字石刻及宋倪涛的记事石刻 10 余帧。这其
中，北宋诗画家、直臣倪涛留下的记事石刻尤
显珍贵，这方泐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 年）的石
刻，历经近 900 年的时光淘洗，除少数几个字
有漫漶不辩处外，大体保存完好，内容所记则
为倪涛与诸同好夜游灵岩的赏心乐事。倪涛这
个虽非重臣但素有直声的历史小人物也因这
块石刻的存在而补全了史载未详的某块人生
拼图，对北宋末年板荡政局下的政坛风云亦具
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 倪涛其人
倪涛，字巨济，号波澄，皖南广德州（今安徽

省广德市）人 ，祖籍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北
宋宣和年间（1119 年至 1125 年）为左司郎中，工
诗善画，《宋史·列传·文苑》中有二百余字小传。
但是，倪涛被记载在正史中却并非因其工诗善
画的文名，而是在朝堂之上，与权臣王黼就联金
伐辽事据理力争而被贬官所留下的直声。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年），宋辽签署著
名的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结束了长
达 25 年的宋辽战争，为宋辽两国饱受战争苦
难的百姓带来难得的和平的同时，也意味着后

唐儿皇帝石敬瑭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再无
收回的可能。

北宋政和五年（1115 年），女真族人建立金
国王朝，积极对外扩张，与近邻辽国屡有攻伐，
胜多负少，艺术气质浓郁的新任宋室皇帝宋徽
宗仿佛看到了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某种可能，再
加由辽国归宋的“辽奸”赵良嗣的鼓噪怂恿，乃
有与金国密约的“海上之盟”，约定联合金国一
起对辽兴兵，夺取燕云十六州。

正 式 缔 盟 之 前 ，朝 堂 之 上 ，群 臣 商 议 可
否 ，时 权 相 王 黼 秉 政 ，力 主 联 金 伐 辽 之 策 可
行，群臣惮其权势，“为固位计，皆心知不可，
无 敢 一 出 口 ”，惟 独 倪 涛 出 言 反 对 ，“ 景 德 以
来，辽守约不犯边，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
久 平 ，士 不 习 战 ，军 储 又 屈 ，毋 轻 议 以 诒 后
患。”意思是澶渊之盟百余年来，辽国一直遵
守盟约，宋若轻启边衅，有违盟约，是不义之
战；再则，天下承平已久，大宋将士久不习阵
仗，战斗力难免堪忧，且军需储备不足，更重
要 的 是 ，金 朝 也 不 是 什 么 善 男 信 女 ，引 虎 拒
狼 ，难 保 不 会 祸 延 已 身 ...... 对 这 样 悲 观 的 投
降主义论调，大权在握的王黼自然予以痛斥，
并以“鼓唱撰造”之由将倪涛论罪谪职，“贬监
朝城县酒税，再徙茶陵船场”，也才有了宣和
五年（1123 年）倪涛在灵岩山石窟留下的这块
保存至今的摩崖石刻。

日后事态的发展也与倪涛当日在朝堂之上
的担忧不谋而合。宣和四年（1122 年），宋廷遣童
贯率二十万大军伐辽，此时辽国五京中的四京
已落入金国之手，辽国朝廷的剩余势力龟缩在
辽之南京（燕京）幽州一带苟延残喘。不想，在金
兵面前不堪一击的辽国将士面对宋军将士却像
换了个人似的，个顶个的作战勇猛，大败宋军，
弄得主帅童贯不得不请金人出马，帮忙打下燕
京，再以巨资赎回基本已为空城的燕京，更重要
的是，此战暴露了宋军的弱点，日后金兵挥师南
下掳北宋二帝及宗室北去的“靖康之耻”也在此
埋下端倪。

宋宣和七年（1125 年），金军分东、西两路
南下攻打宋朝，兵锋直指北宋都城汴京（今河
南开封）城下，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
赵桓，是为宋钦宗，此时朝堂之上才服膺倪涛
当日的投降主义论调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 ，
下诏访求倪涛，要委以重任，可惜此时倪涛已
逝，宋钦宗念及旧情，特授倪涛次子倪流菽为
章州司法。

■ 身前身后事
从倪涛在灵岩山石窟留下的这方摩崖石刻

上所记内容来看，尽管是贬臣身份，倪涛在茶陵
的小日子过得却颇为安逸，诗酒唱和，夜游宴
饮，一样也没落下。这也侧面反映出当时朝野上
下对联金伐辽之策的分歧，王黼在朝堂上大权
独揽不假，可远离京城的茶陵民间士子却根本
不理这一套，对得罪了王黼的贬官倪涛展现出
最大的善意，不定私底下也对倪涛的“投降主
义”表示认同，更何况，倪涛早有工诗善画之名，

《画史会要》载其“善画墨戏草虫，蜴蝇蟾之类甚
佳”，于彼时文化资源相对不是那么发达的茶陵
而言，也算是难得的文化名人了，自然就“宴饮
酬酢，殆无虚日”了。

摩崖石刻所记，正是这种“宴饮酬酢，殆无
虚日”的客观呈现。开篇便记灵岩山石窟之瑰
奇风光，尤其仲夏月明之夜，石窟之内，明如白
昼，阖郡父老往往携家带口，往观奇景，诚“为
茶陵第一胜事”，倪涛及友人若干亦在往观的
人群之中。斯情斯景，着实值得记录下来，何况
身旁又有倪涛这个自都城汴京而来又向有文
名的大名人呢？于是便有“东山寺僧磨崖石请
书”之事。出于客气，倪涛当时并未答应，而是
在之后再次重游灵岩后再补记下彼时之盛况：
禅师煮茗，妓饮岩前，“▢▢（字迹漫漶莫辨处，
当为倪涛友人之名）半起舞”，众人则“举杯相
属为寿”，好不惬意！

此次夜游之后不久，倪涛又有一次夜游灵
岩的经历，这次是朋友张行正做东，“载酒携诸

人复游灵岩”，当夜月朗星稀，正可玩赏“灵岩夜
月”之奇景，众人兴致高涨，“饮酒赋诗，皆沾醉
采”，以至于月夜醉归的倪涛依然兴致不减，挥
笔补记相隔并不久远的两次夜游，并于日后泐
于灵岩石窟的洞壁之内，历近九百年时光淘洗，
仍让后人怀想当日的诗酒风流。

或许是倪涛在茶陵的日子过得太过安逸，
惹恼了还在朝中的权臣王黼，有消息传来，王黼
可能要对徙官茶陵的倪涛不利。收到风声的倪
涛十分警觉，心知茶陵一地可能待不下去了，乃
于宣和六年（1124 年）冬提交了辞职报告，也不
待上峰批准，直接挂冠归田，回到了浙江永嘉的
老家。

按《乐清长林倪氏大宗谱牒》所记，回到永
嘉老家的倪涛仍觉不妥，担忧王黼底下的人还
能顺藤摸瓜找到他，在于族中亲族商议后，决定
携家带口，再次远遁，隐居于乐清长林，且改名
为澹菴，号波澄，系乐清长林倪氏大宗始迁祖。
遗憾的是，归隐长林的倪涛并没有太多的时间
享受这难得的归田园居生活，到宋钦宗派人寻
访倪涛的下落时，带回来的却是倪涛已于年前
身故的消息，且死因成谜，一说是病故，一说则
是被王黼派来的人杀害的，此时距倪涛在朝堂
之上与王黼据理力争也不过五六年光景，距倪
涛在茶陵“宴饮酬酢，殆无虚日”的闲适时光则
不过短短两年。

倪涛逝后，与夫人合葬永嘉诸浦君子峰（即
永嘉西山云雾芝峰下），其墓至今尚存——另有
一种说法，倪涛当年在乐清长林是假死，以掩王
黼派来追杀之人的耳目，之后则隐姓埋名来到
临近乐清的玉环岛（今属浙江台州）上隐居，直
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 年）亡故，亦葬于玉环
岛上，其墓亦存于今——顺带一提，《宋史·列
传·文苑》记倪涛“有《云阳集》传于世”，云阳即
茶陵的云阳山，灵岩山石窟中的那方摩崖石刻
中亦有“即游云阳”之记载，看来，倪涛对茶陵这
一方水土着实爱得深沉，唯一传世的文集亦以

“云阳”名之，茶陵人，当可自豪！

中国人对龙的图腾崇拜，可以追溯到 8000
多年前，到今天，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的象征。在芦淞区白关镇苦竹村，根雕艺人张
富文把这种文化信仰作为毕生追求，46 年来孜
孜不倦，锉刀在一根根树根上行走，让活灵活现
的“龙雕”面世，令世人惊叹。

为了完成自己的雕龙梦，张富文作为家庭
的顶梁柱，放弃了物质上的追求，靠在农村承接
酒席维持生计，长期难以得到家人的理解，也受
尽左邻右舍异样的眼光，但他仍像着了魔一般，
走自己的路。

张富文深知龙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在中
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不放弃，还将根雕工艺传
给儿子，现在，年幼的孙子也对根雕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而且张富文计划开培训班，让越来越多
的孩子接触根雕，爱上根雕。

爱上龙雕，源于儿时的一场梦
1964 年，张富文出生于木雕世家，祖辈数代

人都以木雕为业，在当地小有名气，“当时本地
有 4个木工名气最大，其中一个就是我祖父。”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张富文从小就得到木
雕工艺的熏陶，喜欢木雕。12 岁时，他就跟随父
亲学习木工手艺，父亲望子成龙心切，对他极为
严厉，希望他尽快将手艺学精，成为技艺高超的
木匠。

张富文是龙年生人，对龙有着特殊的感情，
据他说，他的一段奇特经历，更是让他与龙结下
不解之缘。12 岁时，张富文做了一个梦，梦见两
条龙围着自己，画面非常美好，但他很快从梦中
醒来。张富文深受启发，认为自己与龙有缘，萌
生雕龙的想法，在学好木工手艺的同时，把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雕龙上。

苦心钻研，为“中华巨龙”耗费20年心血
以出身而论，张富文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

木工，初中文化水平，没有系统地学过雕刻，亦
无专业的绘图工具，全凭祖辈传承的木匠技艺，
要雕龙，付出的精力远超科班出身的木雕同行。
打个最浅显的比方，雕龙需要好的木材，为了求
得上好的木材，张富文经常进入深山老林，亲自
选材、伐木、运输，然后反复打磨，以求得最理想
的效果。

1996 年 ，张 富 文 在 山 上 偶 遇 一 根 楠 木 树
根，其形状非常适合雕出一条巨龙，于是出资 2
万元将其购买，当时，这笔资金对于普通家庭
而言是一笔巨款，张富文此举也让左邻右舍无
法理解。

在张富文看来，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
因担心手艺不精，糟蹋了好材料，张富文没敢
贸然雕刻，而是继续钻研手艺，在普通木头和
自家凉亭上雕龙画凤来练手，那根巨资买来的
楠木树根，则沉入水塘封存，以备将来有一日
能正式创作。

18 年后的 2014 年，张富文觉得自己根雕的
手艺已经娴熟，决定雕刻巨龙，当木根从水塘打
捞出来时，时间的发酵竟然让这块木头散发出
阵阵清香，显然材质上又更进了一层，这也多少
让张富文觉得当年的那笔巨款没有白花。经过
两年多的精雕细刻，2016 年，长 8.8 米、腹部直径
1.2 米、重达半吨的“中华巨龙”终于问世，这距
离他偶遇树根，已经过去了整整 20年。

传说中“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能不能在同
一组作品里将龙及其孕育的九个不同的龙子集
体展现出来，这是张富文萌生雕龙的想法以来
最大的梦想。1998 年，耗时一年多雕成的分别长

4.4 米和 4.6 米的龙公龙母率先完工，两龙合一，
相互缠绵，恩爱有加；2001 年，长 4.8 米的龙长子
囚牛完成雕刻；2006 年，长 5.6 米的老二睚眦雕
刻完成；2009 年，长 8.28 米的老三嘲风完成雕
刻；2017 年，长 8.5 米的老五狻猊完成雕刻 ......
随后的几年，剩下龙子的雕刻也逐步完成，当将
这些姿态各异的龙子和龙公龙母组合在一起
时，视觉效果爆棚，用鬼斧神工来形容一点也不
夸张，这也成为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筚路蓝缕，承接农村酒席维持生计
为了圆梦龙雕，40 多年来，张富文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起来应该有一两百
万元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如今一家
人住的房子，还是多年前修建的，显得颇为陈
旧。妻子有时也埋怨他，见他不为所动，家境也
无法得到改善，几次负气外出务工。对此，张富
文心怀愧疚，却又深深地感到无奈。

张富文在当地的身份除了“像疯子一样”
的木匠外，还是一名有名的厨师，乡亲们觉得
他的厨艺甚至大于木雕手艺，因此当地有红白
喜事，经常请他去掌勺，这也是张富文唯一的
经济来源。

多年下来，亲人也慢慢理解了张富文的执
著，并给予支持，这也让张富文有了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创作，龙雕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
同时，家里的债台却是越筑越高。屋漏偏遭连夜
雨。不久前，张富文在参加一次展览活动时，运
输龙雕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受伤，赔偿了 20
万元，这让本就窘困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

全心守望，从民间艺人成为非遗传承人
这么多年来，张富文坚持雕龙，并非没有收

获，至少他出名了。新闻媒体、摄影师、民间团体
慕名而来，让他的名气不断扩散，在网络上，关
于他的新闻报道、帖子、视频层出不穷，成为他
展示龙雕的广阔舞台。

2018 年，《龙图腾——民间艺人张富文雕
龙艺术展》在株洲市规划展览馆举行，展出的 9
条形态各异的龙雕 ，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观
看；2019 年，中国世纪大采风二十周年庆典大
会上，张富文获得当代杰出策划人物的殊荣；
此后，他又先后被国家级期刊报道，并接受中
央电视台的采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张富文
和他的龙雕作品，从当初学木匠时立志雕龙到
今天被越来越多的人的所熟知，张富文走了 40
多年。

2018 年，张富文被认定为第四批市级非遗
传承人，他的苦竹根雕龙工艺也被列入第七批
市级非遗项目。这让张富文备受鼓舞。尽管目前
还没有经济收益，可张富文却对根雕的传承、发
展信心十足。近几年来，他将根雕手艺编撰成
书，并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当越来
越多的民间团体前来观看龙雕时，这些书籍也
成为最实用的教材。

受 此 启 发 ，张 富 文 正 在 着 手 开 展 木 雕 培
训 ，为 木 雕 爱 好 者 授 课 ，自 家 那 略 显 破 旧 的
房 子 ，既 是 展 览 室 ，也 将 会 是 日 后 的 教 室 ，
预 计 今 年 年 内 ，张 富 文 的 木 雕 培 训 学 校 就
会 挂 牌 。

在张富文的影响下，儿子、女儿也加入到根
雕事业中，成为张富文的得力助手，年幼的孙
子，现在亦对根雕产生浓厚的兴趣，经常帮忙打
下手。张富文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通过艺术
培训，让更多的人学习木雕，将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并让后代子孙发扬光大。

株洲非遗

碑刻里的株洲

张公好龙，表里如一

一名农村根雕艺人的雕龙梦
姚时美

灵岩山宣和五年摩崖石刻
一代直臣的茶陵闲适时光

郭亮

▲倪涛当日留下的摩崖石刻，历近 900 年风
雨仍基本保存完好

张富文的儿子和他张富文的儿子和他
共同创作龙雕作品共同创作龙雕作品。。

谢慧谢慧 摄摄

在雕刻过程中，张富文不
断琢磨雕刻细节。 谢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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